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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院港澳辦網訊，11月 2日下午，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香港特區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潘兆初等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內地交流訪問團代
表。
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內地交流團包括17名法官及司法人員，

由潘兆初擔任團長，特區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林文瀚擔任副團
長。在京期間，訪問團將就憲法與基本法、司法制度、訴訟經
驗、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協助及國家發展概況等議題進
行交流，以及出席座談會和講座，並參訪當地法院、科技和文
化等設施。

夏寶龍會見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內地交流訪問團代表

市區輕微僭建研申報可暫緩執法
甯漢豪：聚焦處理嚴重個案非「特赦」明年修例擬增罰則

◆ 11月2日下午，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
北京會見香港特區高等法院
首席法官潘兆初等香港法官
及司法人員內地交流訪問團
代表。 國務院港澳辦

網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
在合適的大灣區內地醫療機構，為香港市民策略性採
購醫療服務。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局方初步會研究對一些輪候
時間較長、風險較低的項目試行跨境「買服務」的可
行性，例如電腦掃描、磁力共振及牙科等，其中跨境
牙科醫療服務的可行性較大。
特區政府擬在大灣區醫療機構採購醫療服務，
盧寵茂表示，有關措施可作為短期紓緩香港醫療
壓力及輪候時間，又透露政府傾向購買低風險跨
境醫療服務，特別是本地牙科的需求大，但牙科
醫生及服務較短缺，輪候時間長，而且現已有不
少港人會跨境往內地洗牙或補牙，故其可行性較
大。

盧寵茂：會與衞健委溝通助監察
盧寵茂強調，政府在採購時重視醫療機構質素，
「盡量是有香港經驗，特別是機構負責人是有香港專

業，例如是香港醫生，他的醫療機構在香港及內地也
有，這會比較理想，因為我們可以找到他，有問題可
以要求他負責。」同時，局方會與國家衞健委溝通，
協助監察服務。
新一份施政報告還提到會推出「醫健通+」，透過

「一人一健康戶口」，統一存放公私營電子病歷及整
合醫療服務治理流程，他期望讓病人可隨身攜帶電子
病歷，甚至帶到內地的醫院使用，「例如到不同地方
求診，醫生第一次見他，問他吃什麼藥？可能長者說
不出來。因此希望可建立長遠基於手機模式的一人一
個電子病歷，病歷就在病人手上，去到哪裏就將病歷
帶到哪裏，自己可以看到之餘，也可以給當地醫生
看。」
就施政報告提及長遠要讓香港建立「第一層審批」

藥物註冊機構。盧寵茂表示，其中一個重要步驟是本
月1日正式實行的「1+」，特區政府欣悉不少生物醫
藥企業均非常雀躍，很多廠家都有一些新藥物正在審
批中，特區政府會盡快處理。

港採購灣區醫療服務 研先試低風險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新一份施政
報告提及多項「老有所養」措施，明愛長者
聯會一項調查顯示，逾六成受訪長者在身體
狀況許可下，希望留在香港居家安老，又希
望政府加強上門支援，提高對長者的經濟援
助等。有長者表示，因為不熟路線，跨區就
醫時常迷路，盼政府加強陪診服務。聯會建
議，政府整合現時社區的照顧服務，擴大周
末的服務名額，以提供全面支援。
明愛長者聯會於10月 28日至本月1日期
間，因應施政報告的公布訪問了883名長者
和護老者。對於是否希望在香港居家安老，
以1分表示不希望，5分表示希望，有67.6%
受訪者選擇5分。
在居家安老配套方面（可選多項），受訪者
排名前五位的項目分別是，延長上門支援服務
（65.1%）、提高經濟援助（61.3%）、改善社
區醫療配套（53.3%）、優化護老者支援服務
（30.7%），以及增加社區支援（30.4%）。
受訪者之一的獨居長者謝婆婆今年89歲，女
兒在美國定居近30年，一般每年都會返港探望
母親，疫情期間中斷。謝婆婆表示，自己患長
期病，但整體健康情況良好，能夠應對獨居的
基本生活，空閒時還會到住所附近的長者中心
做義工，但家居清潔及跨區外出都較為吃力。
「我住天水圍，有一次要去荃灣看醫生，

沒能預約陪診服務，好在有個好心人和我同
路，我才順利到達，但回程時又搭錯車。」
她認為對於體弱長者而言，陪診、清潔和送

飯最有幫助，希望政府投放更多資源，亦希
望增強鄰里支援網絡，遇事時提供幫助。

聯會倡擴大周末居家照顧服務額
明愛長者聯會表示，現時居家照顧服務主

要集中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時至晚上6
時半，星期六和星期日及其他時段的服務名
額較少，使用者需要與機構商討才可安排服
務，建議政府整合社區照顧服務，增加人
手、處所、資助等，以擴大周末的服務名
額，提供全面支援。
在改善社區醫療配套方面，聯會認為長者
醫療需求會隨年齡增加，建議政府擴闊醫管
局社區外展服務，提供外展中西醫服務予行
動不便的長者，亦可參考疫情期間安排，提
供視像應診和上門送藥，減少等候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新一份
施政報告提出，特區政府會提升跨境
安老服務，惟明愛長者聯會的調查顯
示，逾半香港長者暫不考慮到大灣區內
地城市安老，主要顧慮因素包括院舍
質素、醫療配套，以及回港的安排。
有失明長者表示，主要照顧者居於香
港，擔心獨自到內地住院舍難以適應。
聯會調查受訪長者對北上安老的意
願，以1分表示不會考慮，5分表示會
考慮，有57%受訪者選擇1分、即拒絕考慮北
上安老；7.4%人選擇5分，顯示仍有部分長者
有跨境安老想法。

47.8%受訪者多考慮內地院舍質素
被問及有哪些因素可增加長者到大灣區內地
城市安老的意向，較多人考慮院舍質素（例如
人手比例充足、環境舒適衞生等），佔比
47.8%；其次是醫療配套（37.5%），即便入
住內地院舍，不少長者仍希望回港接受醫療服

務。有34.5%人關注「退場機制」，
希望一旦不適應內地生活，可直接入
住政府資助院舍，而非買位院舍。
受訪者石婆婆雙目失明，在天水圍獨
居，不同住的孫女是其主要照顧者，每
逢假日會協助她採購物資和陪診。由於
自理能力變差，石婆婆已申請院舍，但
為方便本地親人探訪，即使內地院舍輪
候時間較短，她也不願意考慮，又擔心
兩地生活模式不同將難以適應。不過，

72歲的姚先生表示，如果將來有需要，而內地
院舍收費較低，或會成為北上安老的誘因。
對受訪者的種種顧慮，聯會建議政府在推
出跨境安老時，應有一套完善的監管系統，
保障內地私院質素，亦可舉行跨境院舍參觀
活動，讓長者更了解有關院舍環境，以及參
照港大深圳醫院的運營模式，連結更多內地
不同醫療機構提供取藥服務，例如在內地安
老的長者與香港的醫院視像診症，再於內地
指定機構取藥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科技創新應用
加速，催生出各種新經濟產業和新商業模式，帶
來新的商機。「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昨日聯同
「Friday Culture Limited」主辦「國際傳播高端
論壇：引領變遷時代」。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視
像致辭時表示，世界各地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
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加上氣候變遷、糧食和能
源危機帶來的威脅，為政府、企業和個人帶來了
挑戰。作為一個倡導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的開放
經濟體，香港將致力於增強應對挑戰的應變能
力。
「國際傳播高端論壇：引領變遷時代」昨日在
灣仔舉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署理特派員李
永勝，特區政府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香港再
出發大聯盟」副秘書長譚惠珠、「Friday
Culture Limited」主席胡曉明擔任論壇主禮嘉
賓。
李家超視像致辭時表示，作為一個倡導自由貿
易和多邊主義的開放經濟體，香港致力於增強應
對挑戰的應變能力。現時，香港已經與全球20
個經濟體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FTA），正爭取
早 日 加 入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RCEP），與32個經濟體簽署了投資協議，並
積極與巴林、孟加拉、沙特阿拉伯等國就投資協
議進行談判。
在以「新時代 新商機」為主題的論壇中，多
名嘉賓表示，世界目前的「變遷」有三個，分別
是地緣政治變遷、科技變遷，以及環境變遷，令
整個世界變得極具顛覆性。邁向可持續發展的世
界，就必須放眼世界，通力合作，利用專業的知
識，創造互惠、有包容、有道德的世界，把握好
有利於全球的發展方向。
在以「人工智能之機遇、管治與道德規範」為
主題的論壇上，有嘉賓認為，人工智能的邏輯性

很強，但缺乏道德和感情，由於未來在法律、醫
院、自動駕駛等都會用到人工智能，也依然要由
人來進行最後把關，因此必須討論在適用人工智
能的道德問題。

譚惠珠：利用AI須顧及道德
譚惠珠在總結發言時強調，大家在利用好人

工智能（AI）的同時，必須顧及道德的顧慮，
以及有效的管制，確保人工智能開發和利用符
合價值觀，也要尊重基本人權。大家還需要有
更廣闊的視野，進行長遠發展，不能放棄對保
護環境的責任，優先考慮可持續性，多樣性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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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六成「老友記」盼留港居家安老

港翁：內地收費平 質素有顧慮

◆ 李家超視像
致辭。

香港文匯報
記者北山彥攝

◆第三屆「國際傳播高端論壇」開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 明愛長者聯會調查顯示，逾六成受訪長者
在身體狀況許可下，希望留在香港居家安
老。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攝

◆姚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攝

香港特區政府屋宇署昨日公布，有兩宗大型僭
建物涉3名業主未有遵從清拆令，於上月於

屯門裁判法院被定罪及判罰款共約23萬元，分別
涉及平台上僭建28平方米、25平方米建築物。

3業主懶理清拆令 共罰23萬元
其中一宗被定罪罰款的個案涉及屯門鄉事會路一

幢商住大廈的住宅單位，平台上有一個面積約28
平方米的僭建物、外牆附建兩個金屬架，及拆除一
道防火門並裝上一道耐火能力未符標準的門。
屋宇署遂根據《建築物條例》第二十四（1）條

向有關業主發出清拆令。由於有關業主沒有履行清
拆令，故遭屋宇署提出檢控，10月13日在屯門裁
判法院定罪及罰款7.6萬元。
第二宗涉及屯門湖翠路一幢住宅大廈、由兩名業

主共同擁有的兩個單位，這兩個單位平台上有五個
面積合共約25平方米的僭建物，並於兩個單位外
牆分別開鑿一個通口並裝上玻璃門。
由於兩名業主沒有履行屋宇署發出的清拆令，故

於2016年遭屋宇署提出檢控，並被屯門裁判法院
定罪及罰款4.4萬元。但這兩名業主其後仍不履行
清拆令，屋宇署遂再次提出檢控，10月13日屯門
裁判法院再次將兩業主定罪，罰款15.392萬元。
針對僭建問題，甯漢豪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特區政府會視乎僭建個案數量，以務實方式
安排處理按序，「現時執法工作，需要聚焦在較
嚴重僭建個案」，以「其他方法」跟進小量及輕
微的僭建物，做法與目前新界村屋的申報機制相
若，只要僭建程度輕微，指定限期內暫不處理。
她強調此舉並非「特赦」，相關業主要每5年委任

專業人士檢查樓宇安全，而有關僭建物會記錄在
案，「若容許業主自行申報輕微僭建後，可於指定
限期內暫不處理，亦是其中務實做法。例如加建冷
氣支架，晾衣架等，允許業主申請登記僭建物，以
免一有投訴就要發出勸喻信，要求業主在指定時間
內清拆。」
甯漢豪又提到明年修訂《建築物條例》，會研究
按僭建大小和嚴重程度，採用分級制訂立不同罰
則，「我相信提升幅度都唔細。」

紅山半島已揭60間屋疑僭建
被問及紅山半島懷疑涉及僭建的調查進展，她表
示，紅山半島僭建的情況普遍，局方處理時絕不會
手軟，目前巡查行動仍在進行中，在80多間屋中
已發現約60間懷疑有僭建。

除了嚴重的僭建個案外，香港輕微僭建物

數以十萬計，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甯漢

豪昨日表示，會研究將新界村屋僭建物若主

動申報，獲暫緩執法的做法，延伸至市區輕

微僭建的構建物，例如冷氣簷篷架、晾衫架

等，但強調不存在「特赦」僭建物，重申嚴

重僭建仍是零容忍，又預告政府明年修訂《建

築物條例》，加強針對僭建的罰則及降低檢控

門檻：「政府的檢討方向是收緊條例，如紅山

半島見到那種密封露台的個案等，絕不手

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